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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暑假，76 名京津冀高校文化志愿者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们报名

参加了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的“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在河北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河北博物院、定州市博物馆、保定市图书馆协助开展古籍普查，度过了

一个难忘而不平凡的假期。

“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旨在组织高校文史类专业的学生参加古籍普查，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工作；同时，通过为青年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积极倡

导奉献社会、不图回报的志愿服务精神。这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2015 年 1 月成立后

策划开展的第一项较大规模的公益性活动。

今年是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的第一年，也是试点年，首站活动选在河北省开展。

为此，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先期调研了全省各单位的普查进展和需求，

为志愿者服务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76 名志愿者经过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短期专业培训后，分五个小组奔赴河北省各普查点，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普查

登记工作。

经过这个炎热的暑期，志愿者们收获了累累果实：每天与难得一见的珍贵典籍亲

密接触，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倒的同时，学习到了实实在在的古籍知识，体会了

艰辛付出与满载收获的幸福，结识了新的伙伴，发展了新的友谊。这个暑期，各普查

点的指导老师同样没有休息，不仅要答疑解惑、审校数据，还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青

年学子，他们也在默默地奉献，他们也是可敬的文化志愿者！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我们民族道德文明的集中表现，这种精神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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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有不少古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清许梿著《六朝文絜》

四卷，道光五年（1825）享金宝石斋朱墨套印本，该书为著者自藏，

上钤“海昌许梿古韵阁藏书”“许梿经眼印信”“珊林”等印信，后

来又经刘明阳夫妇收藏，现为河大珍本。它保存极为完好，纸张洁白，

朱墨相映，美观大方。河北大学还收藏有不少晚清民国名人旧藏，就

我整理的部分而言，有翁同龢所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刘明阳所

藏《六朝文絜》、《文选》，谢光甫所藏《震泽先生集》，何瑗玉、

刘春霖、于右任递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能与前人同阅一书，

纵使时空不同，也让人满心欢喜。

一个月不短，也绝不能说长，时间如雨，落地为泥。每天能跟着

朝阳，漫步十分钟，接着触手的便是烟海一般的墨香，这样的日子，

只愿他再长一些。而来自京津冀各地的朋友，带来的各自不同的思维，

在讨论交流中不断闪现的火花尤为珍贵，蔽居之久，难免会有井蛙之

嫌，推窗见天，春风拂面，这该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这种没有城府的

对话，贵如春雨。

古籍编目的过程中，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能够断定出没有明确出

版年代的古籍的出版年。如果某一本古籍没有明显的标识如序跋、牌

记、内封等，对古籍的出版年代加以断定就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即便有相关的出版年代信息，也不能行事草率，还要进一步判断是否

为翻刻本。出现多个序跋，判断年代则一般依据时间最靠后的一个序

跋。当然，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还是经过考证判断出来的出版年代。

这不仅需要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还对编目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当我判断出一刻本为日本翻刻本，纠正若干出版年著录

错误的版本信息的时候，内心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志愿者感言（选摘）

培训主讲老师是国图的鲍国强老师，大家同和蔼可亲、知识渊博

的鲍老师共同度过了宝贵的三天培训时间，鲍老师还笑称我们是“火

箭班”。是啊，时间有限，不允许大家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理论知识

的学习上。虽然时间短暂，但大家都特别认真练习平台的使用，以及

牢记在实践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老师

们都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谢谢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作为河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我很荣幸的成为师大古籍阅览中

心的一名志愿者，期间我们三十名志愿者和图书馆老师共同完成了近

四千种、五万册古籍整理与录入工作，仅仅是整理与录入工作还不是

最辛苦的，之后的审核与校正才更加繁琐，而后者的工作大部分都落

在刘馆长、陈老师、姚老师、王老师以及文老师身上，同时他们还要

负责针对我们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可想而知他们有多辛苦。但即便

这样，老师们平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身体和健康。印象最深刻的是

负责扫描书影的老师发高烧带病坚持工作，还一直问我们生活上是不

是习惯。老师们放弃假期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段情谊真的要一直

铭记在心。

志愿者们早上八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六点，中午休息两个小

时，不可不谓紧张。但是，一旦到达图书馆，领取古籍，登记完毕，

开始“摸”古籍时，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有时候，到下班的时间了，

因为手头上某本书没处理完，志愿者们都会自觉做完再收工，还书入

库。三十位志愿者齐聚图书馆，每个人都形成一股愿力弥漫于图书馆：

保护中华古籍。

说起石家庄，自己现在好像还记得在那边经过的温度。外面是不

见阳光、像温室大棚一样的气温，偶尔有风吹过，就是一阵热浪。图

书馆里面是适中的温度，空气里满是书籍堆满的气味，和紧张而安静

地工作着的同学们一起，构成令人安心的气氛。而古籍库里则是十分

寒冷的，是隔着五六步还能感觉到里面散发的冷气的，从里面新拿出

要登记的书也是同样的温度，让人有种它未经触碰、得到良好封存的

感觉。现在想到那种温度，还能想到进入库里为大家取书的老师披着

的外套，在门口等书的同学们互相讨论着自己的进度和里面的温度的

情景。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刘馆长（河北师大图书馆副馆长刘绍荣），

在国家图书馆培训的时候，刘馆长就亲自到北京来看望我们，并亲

自带领我们到河北师范大学古籍普查点，这点令我们着实感动。我

们在石家庄的所有活动是由刘馆长负责的，她很细心，也很贴心地

帮助我们，为这次古籍普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可以说，军功章

有同学们的一半，更有以刘馆长为代表的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一

半。

我怀着满心的期待做每一种书，每天都期待有新发现，譬如说，

很多古籍版心都没有大小字数，没有书耳，但是我们附近有人做到有

这样的书，大家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过去观摩一下，口中还感

慨着：“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书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版

心有大小字”，而正在做这套书的人也仿佛是在炫耀自家的宝贝，满

足感与成就感暴增。再比如有一些版本自己不能确定，就会向一些读

研的师兄师姐们请教，如果还确定不了，就找老师帮忙，大家站在平

等的位置上，以一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去认真地讨论完成一项工作。

定州市博物馆馆藏古籍在总量上虽不突出，但书籍种类繁多，卷次

零散，很多书籍存在残损或合函情况，特别是，没有现成的藏书目录，

一切工作需要从零开始。这既是古籍普查工作所面临的极大困难，也为

大家提供了极好的锻炼机会。在培训时，我们已得知定州市博物馆要求

全项著录，从提取书籍到清点卷次，从著录行款到辨识钤印，在具体工

作中，我们获得了很多课堂上和教材中无法提供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

在这一个月中，同学们也面临着高温酷暑、住处遥远等诸多困难，尽管

如此，同学们对古籍普查工作的热爱却始终如一。在此，我们要将最诚

挚的感谢，献给本次活动的领队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石祥老师。

石老师对古典文献的精深知识、对同学们的谆谆教诲和耐心指导，无不

令我们受益匪浅，而石老师对每一条数据认真审核、逐一订正的严谨态

度，又令我们钦佩不已。定州市博物馆领导们对我们的工作鼎力支持，

一并致以谢忱。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生

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本科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

河北大学图书馆属于要求录入六项的单位，但我知道将古籍取出、

翻阅、放回这样的过程，并不是轻而易举完成的，所以对有把握的项

目都尽量多地录入，特别是对判断版本极有价值的行款信息，均每本

必录。此外序跋、钤印、刻工等项目也尽量录入。由于图书馆的网络

速度和平台的承载限制，录入平台的工作我基本都是在下班以后，在

宿舍完成的。而所遇到的问题，也往往要在下班以后查询资料解决，

但面对这些珍贵书籍，这些付出无疑是理所当然的。我经常提醒自己，

每本书籍在写作完成后，都是历尽波折才得以制作并留存下来。在读

到书中序跋中所叙述的那些书籍刻印与流传的过程时，经常感叹其“命

途多舛”，而书籍的编撰者、制作者、保存者做出的种种努力仿佛都

在眼前。这使我感受到，每一本经过我手的古籍，我都必将对其负有

责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王健丁

陈旧的古籍落满了灰尘，有些古籍的书页旧得发脆，所以在整理

过程中，需要小心再小心。书中的干支纪年，我们需要一一转换成公

元纪年。我们小组里有来自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

工作中的交流，也使我的历史学知识丰富了不少。大家团结互助，不

明白的问题及时讨论交流，充满了乐趣。我们不仅要校对古籍记录书

名号、题名卷数、作者、册数、版本、附注等基本数据，还要对这些

繁琐的数据进行排序、分类、汇总。稍微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让所

有数据重新整合。在工作最后的数据汇总，我们同样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小组的同学分工合作，对数据一条一条进行核对，发现错误及时

改正，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终于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孙博

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细致，炎热的天气

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心，然而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天气和条件下，从来

没有退缩，即使在有一段时间内，好多人都有中暑和感冒的迹象，也

没有人以此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从最开始的无从下手，到后来

能够清楚的分辨石印本、铅印本、写本、刻本之间的区别，这对我来

说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期间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对我的问题都

认真回答。我不是盲目地完成老师分配给我的任务，而是从中获取了

养分，丰富了知识，深入了自己对版本鉴定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自

己的兴趣，这让我坚信，我选择的古典文献专业并不是传说中的无趣，

它的乐趣就在这实践当中。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时间过的太快，我收获

的友谊、学到的知识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窦玉丹 

韩翠霞 潘长安 

王博涵

楚文灵 

邓曼兰 

刘万江 古籍普查真的是一份又脏又累又有趣的工作。当我翻开那些被尘

封了几百年的书的那一瞬间，心中那种自豪感和优越感是难以言表的。

我时常在想，我究竟是做了多少的好事才换来这一次的机会能够去碰

触这些真实的东西呢？开始拿到书的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现在回想起

来也是挺好笑的。不懂就问！不懂就问！不懂还是问！二十九个人的

问题肯定忙坏我们图书馆的指导老师们了，但是老师的耐心、体贴真

的很让我感动，她们从来不会因为我的不懂而显得不耐烦，尤其是我

们可爱的崔老师，一个问题一定会讲解透彻才肯让我们离开。古籍普

查条件艰苦，崔老师总担心我们经受不住酷暑的考验，给我们准备了

毛巾、口罩、藿香正气水，张兰老师还给我们买了西瓜、香蕉、饼干

之类的小食，这么可爱的老师们叫我们怎么能不爱呢！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王静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古籍是有生命的，这种生命感，不仅体现在

古籍所承载的文字和知识中。翻开一部古籍，每一册、每一页、每一

个字，都是时间流淌所积累下来的故事，从一张张纸开始，制板、刷

印、装订、题签，甚至是书中偶尔的笔迹，无不是劳作的手、读书的眼、

思考的心，书页在手中翻过，令人心静，仿佛与历史对话，似乎也是

与古人为友的一种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王俊双

在此次普查中，我遇到了稿本的《（民国）河间新志》、《历代

地理沿革表》（两种）以及抄本的《广汉魏丛书》、《说郛》，都是

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我曾在两次被问及“印象最深刻的书”的时候都

说了《（民国）河间新志》。的确，对这本书的考察近乎一次历史学

考证的体验：凭借支离破碎的信息勾勒散佚的原貌，其中的关键就在

于一个附件——贾恩绂致冯文澜信函。贾恩绂是民国时的修志名家，

但其参与《河间新志》的修纂在可以找到的文献中并没有很多记载，

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矛盾之处。至于冯文澜，仅能在一篇文章（载《公

路交通编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的一个注释中了解到，冯氏曾于

一九三〇年主持县志局，“原稿在天津付印时佚失”。我目前能够做

的工作也就这些，若要深入考察民国间河间县这次修志的始末，还需

要更多的材料支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曹杰 孙巧智

朱姗

王雅维

罗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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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院校 年级 专业

曹杰 男 北京大学 博一 历史学

张良 男 北京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史

董晨 男 北京大学 研一 古典文献学

吕飞跃 男 北京大学 研一 历史学

朱姗 女 北京大学 博二 中文系

刘隽敏 女 北京大学 大三 中国古典文献

高虹飞 女 北京大学 博一 中国古典文献

田卫卫 女 北京大学 博一 中国古代史

李凌云 女 北京大学 博一 古典文献

孙巧智 女 北京大学 研究生 古典文献

王健丁 女 北京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史

张婧乐 女 中国人民大学 研二 历史文献系

刘华 女 中国人民大学 研一 历史文献系

王昊聪 男 北京师范大学 研二 古典文献学

刘万江 男 北京师范大学 研一
史学理论及中国

史学史

程沥娇 女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李春梅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邓曼兰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中国古典文献学

石鸿雁 女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王俊双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万芸芸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汉语言文学

王婧璇 女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王博涵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鹤凝 女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宋专专 女 首都师范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赵盛超 男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现近代史

李书兵 男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历史地理学

王亚楠 男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史

赵芳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史

宋晨静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二 中国古代史

高明英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二 历史文献学

方祥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二 中国古代史

李静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史

郭蕾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司领超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万芸彤 女 天津师范大学 大四 新闻

杨鹏 男 天津师范大学 大四 汉语言文学

这次参加古籍普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北京

培训的时候我发现其他几位组长都有着很好的专业功底，于是加了他

们的微信，平常有不懂的地方便向他们请教，互相交流工作进度。比

如第一次遇到两种书合函的情况时，他们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平常工

作中，我们也总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一次次的解决问题

中变得熟练起来。作为一个小组长，我也在不断学习如何担任好这个

角色。在生活上，有困难尽量帮忙，尤其是有同学生病时及时陪伴就医；

工作时，负责在老师与同学间上传下达，对组员的工作起协助和督促

作用，遇到小问题我有能力解决时也尽量帮老师分担。

姓名 性别 院校 年级 专业

邹金汇 女 南开大学 博一 图书馆学

王振伟     男 河北大学 研一 中国古典文献学

罗毅峰     男 河北大学 大三 中国古典文献学

唐震宇     男 河北大学 大二 古典文献

梁婷 女 河北大学 本科 古典文献

窦玉丹 女 河北大学 研一 中国古典文献学

韩翠霞 女 河北大学 研一 中国古典文献学

荣久铭 女 河北大学 大三 古典文献

张婉 女 河北大学 大二 古典文献

白丽萍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向丹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静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孙博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薛慧灵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奥博 女 河北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李娜青 女 河北大学 大一 图书馆学

陈靖琪 女 河北大学 大二 图书馆学

耿月红 女 河北大学 大二 图书馆学

李涵 女 河北大学 大二 图书馆学

潘长安 男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张雷 男 河北师范大学 研究生 历史学

吕治 男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先秦史

贾腾 男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历史学

魏胜昆 男 河北师范大学 大四 汉语言文学

魏新兆 男 河北师范大学 本科 历史学

尼莎 女 河北师范大学 研一 中国古代哲学

李明珠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本科 历史学

王雅维 女 河北师范大学 大二 历史学

姬美华 女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古典文献学

肖银 女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古典文献学

曹庆姣 女 河北师范大学 研二 秦汉史

楚文灵 女 河北师范大学 大二 汉语言文学

马静 女 河北师范大学 大二 历史学

贾丹 女 河北师范大学 大四 汉语言文学

刘洁 女 河北师范大学 大一 历史学

王夏利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本科 历史学

闫静 女 河北金融学院    大三 会计学

邓子琦 男 黑龙江大学 大四 社会学

工作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汗水伴着灰尘的焦虑，尤其是在一本古

书难以辨识，作者难考、版本难辨、年代不详的时候这种感受就更加

强烈。所幸的是有志愿者同学的帮助，有指导老师的释疑，有崔老师

的把关，所有的难题都不再是挡在面前的石头，靠着坚持总能取胜，

总能完整的做好我们的分内工作，如期、保质。印象深刻的是有位志

愿者因为摔跤不能完成工作量，我们所有志愿者将他的工作量和剩下

的几架书一起整理出来了，这份团结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换取的，

在河大整理古籍的一个月我们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更收获了一份难

得的友谊、一种坚韧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志愿力量。

河北大学的这次普查活动分为了六个小组，每组五人，我们是第

六组。河北大学的白丽萍同学是我们的组长，我们都叫她白姐姐，后

来也知道她叫学霸姐姐。每当遇到困难，白姐姐总是不耐其烦地帮我

解决问题，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普查的最后阶段，我分到的几种

珍本，以抄本为主，版本年代多不容易鉴别。白姐姐放下自己手中的活，

帮我一个个的查上面的印章，那天下午我们终于识别出了那本古籍上

面的六七个印章，说不出的喜悦。

古人治学态度严谨。这一点在阅读古籍序跋时有所感触。可以说，

对于任何内容和范畴的古籍，古人的研究和著录都是以前人的经典研

究和著述为基础的，而且他们对前人的经典研究可以说是达到了尊敬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治小学、治说文者必引述许慎《说文解字序》就

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古人治学态度还相当谦恭，这其实也是治学态

度严谨的一个表现。桂未谷《说文解字义证》正文首卷卷端著者的著

录方式不是“撰”，不是“述”，而是一个相当谦虚的“学”字。这

和当下许许多多人随意就将“著书立说”一词挂在嘴边的态度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志愿者名录

在这次古籍整理志愿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接触到大量

古籍，这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十分缺失，这是一份很宝贵的经验。虽

然这次并没有见到善本，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在二十多天的工作里，

还是接触了大量的刻本，加上这些书籍涉及经史子集类丛多个部类，

让我能够将过去所学的文献学知识实实在在地用到工作中，很大程度

上增进了我对古籍的认识和把握，积累了文献学方面的学识，尤其是

版本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在整理这些古籍的过程中，通过

阅读内容，对这些古籍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无形中也扩展了自己

的阅读量和知识积累。

虽说所做数据更多的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古籍，但真正看到影印的

底本，或平时只闻其名未见实书，还是抑制不住的欣喜。如毛晋汲古

阁本董逌《广川书跋》，封面上有天津藏书家钱萃恒的题识，版式异

常精美，也终于得见老师常提书中常说的汲古阁本。从序跋、避讳上，

对清顺治七年《金石录》与《集古录》合刊本的版本判定，玄字不避

讳等等，从具体的实物接触中强化了感性认识，从实际的操作中理解

了理论的应用。其间虽有夏日的酷热满头大汗，结束时回住地淋雨后

鞋子能倒出水的狼狈，但想想古籍普查中那不时发现的惊喜，所受的

辛苦又都无关紧要，明天还有许多未知的惊喜等待我们去发现。

以前对古籍的概念及版本类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书上描述的定

义中，没有将其与实际的古书联系起来，也缺乏翻阅古书的机会。这

次活动，让我对古籍的版本形式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那些版本类

型 ---- 刻本、活字本、抄本、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这些概念

再也不仅以文字形式，而是与其特征深刻的印在脑海中。以前不懂有

些先生所谓的“观风望气”说，现在才明白其何尝不是由不断积累的

实践经验形成的呢。例如对“精刻本”这一概念，书中说，由名家抄

写上版，字体灵巧不呆板；当面对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淳化秘阁法

帖考》一书时顿时领悟了何谓“手写上版”、“字体灵巧”。

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起居环境和工作条件，老师们时刻注

意着生活上提供帮助与专业知识上的释疑，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可能的

准备和支持，如同四书经部，规划经纬；在普查过程中与老师和学长

之间进行的交流与问答，如读史部经典，收获了宝贵经验，增加了知

识储备；与同侪的交往，每位志愿者身上那不同的工作风格和能力技

巧，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的切磋互补，如读诸子，细细把

玩，具体而微；而草地上每天准时迎接我们的小狗，透过图书馆窗玻

璃看见的凉爽灰蓝的天，冷藏书库特有的辛香刺鼻气味——还有那些

人，那些景，那些食物，那些道路，那些工作结束后的陪伴与欢笑，

连同工作中恼人的难关，所有这些细细散落在时光中的最宝贵的回忆，

收集起来，则是我们自己创作出的诗文戏曲，彙纂杂编。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魏胜昆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方祥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

程沥娇

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王昊聪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

王振伟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李静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本科

万芸彤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白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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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河北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